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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馗克明 陶 滔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摘 要

在西双版纳大动龙季节雨林 和小勋仑次生林及人工林 15 个固定样地内
,

定点定 时采虫
、

观测
,

考 察

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
,

热带地区原生林遭砍伐
、

火烧后逐步形成不 同类型的次生林和经重建后形成的 不

同层 次的人工林内峪类 昆虫的种类
、

数量与群落结构等不同的变化
,

为更好地 保护
、

利用热带森林 和 热

带地区资源的系统研究提供依据
。

关抽词
: 西双版纳

,

原生林
,

次生林
,

人工林
,

蜻类 昆虫
.

一
、

样地和方法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西南角 (北纬 2 1
“

0 9 ‘一 2 2
“

3 6 ‘,

东经 9 9
“

5 8 ‘

一 1 0 1
“

5 0 ‘)
,

属热带东南

亚向北延伸的组成部分
。

1 9 8 7一 1 9 8 8年中德国际生态研究合作计划 (简称C E R P )的
“

西双版

纳热带 森 林生态系统研究
”

课题对西双版纳大勋龙曼养光季节雨林的大药树
、

龙果
、

橄榄林

群落 (A n 才公a r fs t o 二 ie a r ia ,
P o n 才e r ia g r o :n d ff

o lfa
,

C a n o a : ‘u 二 a lb : , n C o m ,卫
.

) (吴征锰
,

1 98 7 ) 汇‘’
进行考察

,

根据水平结构和群落的垂直结构
,

将其分为 5个雨林片段和 7个层次
:

乔木

A
、

B
、

C层
,

高 5 一38 m
,

树种 5 一52 种
,

盖度 10 一70 % ; 幼灌木 D 层高 1
.

5一 s m
,

树种

组成多而杂
,

84 种植物
,

盖度20 一30 % ;
草本E层 0

.

7一 1
。

5J7
1 ,

由草本
,

上层乔木及木质
、

草质藤木幼株等 9 1种植物组成
,

盖度70 一 8 0 % ; F )石司0
.

艺一 o
.

7 m
,

主要 由草本和放类等65

种植物组成
,

盖度15 一25 % ; G 层i匆。
.

2 m 以下
,

主耍 由小型草本及幼苗等4 9种植物组成
,

盖

度 1 0一15 % (吴邦兴
, 19 8 8 )

〔: 1 。

采虫样地分别在雨林的 6 个片段内选定
:

龙果
、

白榄
、

白颜

树
、

黄叶树和羽蔽片段 (P o , ; t。 : ia
、

G fr o 。: ‘。 : a
、

C a 。 n a r ‘: 阴
、

尤 a 。tho Ph夕11; 二
、

P le o 。n e m fa

F撒g m e n t )

-
E 样地 ; 印拷

、

破布叶
、

扭子果
、

蒲竹
、

羽族片段 (C“ t川 ; o
娜比

、

对 i。 : 。。。:
、

A r d fsia
、

I o d o s a : a 、

尸le o 。, ‘。二ia Ff a g l吮e n t

—
S 不卜J匕; 壮竹林 (D e n d r o e a la 。 、: : 才r fc t。:

F o r e st )

—
W 样地

;
箭毒木

、

白颜树
、

黄叶树
、

爱j也草片段 (A n 才ia r is
、

G ir o n , :‘。 : a
、

X a n -

th oP hyl l、m
、

G 。。夕爪l。 F咒g m e n 幼

一
人样地 ; 银钩花

、

宽管花片段 (M 讨re 夕人。ra
、

E 盯y
-

: 0 1“n 及a g m e n t)

—
o 样地

。

次生林和人工林采虫样地均在西双版纳小动仑热带生态站的次生林和人工林 内选定
。

次

生林样地有
:

网脉蒲桃
、

香花岩豆藤群 落 咬S y : y加 : 。 。。公h。y 酬了“ : 、

M ill 。
械

。 成日 sl’a 二 a

, 本文得 到中德生态研究合作计划 (C o o Pe f a tiv o E e o lo g y R e se 盯。h P r o ie e t) 德方资助
.

本文于 1 0 00 年 1 月 1 2 口收到
。



1 期 也克明等
:
西双版纳原生林

、

次生林
、

人工林中鳍类昆虫的比较 4 1

Co rn 汀2
.

)

—
i

‘

样地
; 山乌柏

、

若竹
、

白背桐群落 (S a夕‘。,” d is e o lo r
、

Ple fo b la s t“s a阴a r u s 、

M
a llo 公。: 乡a n ‘e : lo t。 CO m m

.

)

—
2 #

样地
; JI}棘

、

白背桐群落 (M
e l‘a 才0 0 : e n d e 。

、

M
a l

-

lo to s 夕a 。‘。: lo ra C o ,n m
。

)

—
3
朴

样地 ; l{
_

l公绪麻群 落 (T r e o a o r fe时a l公5 0 ) m m
.

)

—
4

。

样地
;
番龙眼

、

四数木
、

肋巴木 (幼树 )群 落 (p o m e tia to 二e n to s a
、

T e tr e 烧e le s n o d ‘fl
o r a

E 川夕
: ‘。。‘ : oI 。往, 。: :

Co m m
.

)

—
5
’

样地
。

不 同层次的人工林样地有
: 2 层次的 橡 胶

、

茶树林 (万
e o e a b r a“If。。s 公s

,
C a m e ll落a “ n o n : ‘: 。a r . a : s a o fe a F“e ot )

—
A 样地 ; 单 1

层次的橡胶林 (万
。。。。 b二 :

价
。。: l’s Fo1’e就)

一
B 样地

; 3 层次的橡胶
、

萝芙木
、

千年健 林

(H
e v e a b : 。: 11‘e , : : ‘s

、

R o n v o fia 少: 。, : a n e n s‘s
、

H
o o a lo 。 ; e n a o o e ulta For e s t )

—
C样地 ;

2 层次的橡胶
、

可可和劝11啡林 (万
e o e a b r a : 11了e 。 : ‘:

、

T 人e o br a二a c o c c a 、

C o
ff

e a a r a b‘e a

F o r e st)

—
D 样地

,
单 1 层次的茶叶林 (C a 。;。 11玄a : fn o n : ‘5 v a r . a s : a

耐
c a For e : t)

-
E 样

地
。

上述样地 (5 0 火 5 0 m
2
)于 1 9 8 7年的 5 月干季

、

仑月雨季和 1 9 8 8年的 1 月干季 3 个时期内
,

分上层 ( 4 m 以下至地表层以上空 间)
,

下层 (地表层选定 2 x Z m 为小样方 )
,

统一8 00 网 次

连片随机网捕和手工捕虫
。

蜷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的测定
,

统一采用Pi el ou (1 9 7 5 )等级多样性

公式
““’ :

H
/
(S G F ) = 万

‘
(尸 ) + 万

了
(G ) 十万

产
(S )

。

各级多样性指数用S h a n n on
一

W ie n eI’公

式
:

万
’ 一 二 万州 In州计算

; P ie lo u (1 9 6 6) 均匀性公式
:

j二 H
产

/1 n s 测定 ; B e rg e r
一
P ar ke1’优

势度指数
:
d 二 N

二 , 二

/ N计算
。

在群落种
一

多度关系的探讨中
,

用Fi sh er (1 9 4 3 ) 〔‘’
的种

一

多度

分布的对数级数分布模式进行拟合
。

二
、

结 果

盲
.

3 种类型森林 (原生林
、

次生林和人工林 )的 15 块样地
, 3 个时期共采昆虫 1 1 3 8 0头

,

其中蜻类 9 36 头
,

其它 目昆虫1 04 4 4头
。

9 36 头蜷类隶属 16 科1 26 属 1 5 8种
* 。

原生林内以缘蜷科
、

错蜻科
,

长蜷科
、

网蜻科和荔蜻科的属
、

种数和个体数较多
。

总种

数 9 5种
,

其中富集种 6 种
,

如玛蜷几f
a才才‘Pho s 印le , : d ‘d : 5 D is ta爪

,

狄缘蜷 D ista c h夕5 v ol
-

g a r is H o ia o
,

岱蜻
,

D a l夕a d a o 。。la ta F a b r ie iu s
,

瘤缘蜷 班e a ”t人o e o : ‘: s e a be : L in n a e u s

等
。

稀有种 6 3种
,

如贫束U锤缘蜻 五Ja r c f: : : : b落n e r 阴i: BJ o 七e
,

小浅缴长蜻 S t￡g o a to n o tu二

r o
f‘p

o s M o tsehtl lok y
,

星菱背网蜻 刃 te o , : 。 : 。 。‘召flla to s D r a k e和
一

l黄缘真猎 蜷 H
a rp 。。to r

二 a r夕fn o ll。: F a b r iei、, s等
。

次生林内以长蜻科
,

猎蜻科
,

缘蜷科的属
、

种数和个体数较多
。

总种数 5 8种
,

其中富集

种 1 种为叉脊冠网蜻炭
。力人。耐 tl’: 耐 to ,

·

D 跟k e e 七 P O盯
。

稀有种4 1种
,

如云曼缘蜷汀
a 。。c -

“阳漪 ”朋
“”“”“拈 H手跳 四班红蜷尸人y

“。乡“It “ 卯
“ d 犷匆“tt “ta B e r岁优h ,

白带突喉长蜻

D in ie lla g la br a 才a 愁七a 王
,

人工林内以猎蜻科
,

其中富集种 2 种为茶盾蛤

扰蛤C a z ir a : e : r : e b : a

V’r e : tw o o d等
。

长蜷科
,

缘蛤科和网蜻科的属
、

种数与个体数较多
。

总种数 38 种
,

尸 o o c flo e o r f: la t。: 」〕a lla s 和负板网蜻 C y : te o 。hfla p ‘C ta D s t
-

a n d
。

稀有不
}

{
‘ 3 2 不{

‘ ,

如谁盾菱猎蛤 I刁
。d : 5 r e tfc : la t。: S七a l

,

光谁缘蜻
、
Je 。: tr a y 。n n a o a

H S ia o
,

中国束
一

沃峪 盯心
。: : : 扭公。 ; :

歇a l
,

红角二星蜷 决 01 1沁 ros 。cc 。: D IS七a nt 和中云龟

, 3 种 类型森林样地蜻类统计村料
,

因篇幅限制
,

未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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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类型森林 内蜷类的科
、

属
、

种及个体数 (见表 1 )
,

均是原生林> 次生林> 人工

林
。

表 1 3种森林类型内各样地蛤类科
、

属
、

种数及个体教的比较

T a b le 1 C o m Pa r is o n o f th e n u m b e r o f i n d iv id u a ls
, sPe e ie s

,
g e n e ra a n d fa m ilie s o f

内内容容 时期期 原 生 林林 次 生 林林 人工林林
CCCo n te n ttt P e r io ddd P r im ar y fo r e sttt S e e o n d ar y fo r e s ttt A r t汀ic ia l fo r e s ttt

EEEEEEEEE SSS WWW NNN OOO 小计计 1 ... 2 ... 3 ... 4 ttt 5 ...

小计计 AAA }}} DDD EEE 小计计
CCCCCCCCCCCCCCCCC o U n ttttttttttttt C o U n ttttt B {ccccccc C o U n 七七

科科数数 M
a y

...

777 888 999 999 777 1 333

⋯:::
555 444 555 222 999 444 222 444 333 333 1OOO

FFFa rn ilie sss A u g
...

888 555 555 777 777 999 555 444 555 444 333 777 333 222 333 111 555 777

JJJJJ a n
。。 555 555 444 666 444 888 888 555 444 555 333 999 444 222 666 333 333 888

CCCCCo u n ttt 1 OOO 1000 1222 1000 1000 1 44444 888 666 666 555 1 111 777 444 888 666 777 1 000

属属数数 M a y
...

1 000 2 333 2 OOO 1 888 777 4 888 666 999 888 555 333 2 444 333 222 444 333 333 ! 222

GGG e n e r aaa A堪
...

, ... 999 1999 1 444 888 3 888 777 555 1222 555 555 2 000 222 111 333 111 444 ! 000

{{{{{少n’’
999 555 333 888 555 2666 666 777 555 444 555 2 222 555 444 l 111 333 222 1 999

{{{{{七
o u n ttt 777 3 444 3 888 3 333 1 666 8 000 I555 I666 2 111 I222 1 111 4 ggg 888 666 1 666 777 777 3 666

222222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MMMay
...

1333 2 444 2 lll 1 999 777 5 222 666 匀匀 888 555 333 2 555 333 222 444 333 444 1 333

AAA u g
...

999 999 2 000 1 888 888 5 111 777 555 1 222 666 555 2 333 222 lll 333 III 333 l 000

JJJ a n
。。

777 555 333 888 555 1 777 666 777 555 444 555 2 333 555 444 1222 333 222 2 000

{{{
Co

u n ttt 2 666 3 666 4 lll 4 OOO 1ggg 9 333 1666 1777 2 222 1 555 1 111 5 888 888 777 1 777 777 777 3 999

5555555555555555555 777 6 000 3 444 3 777 2 OOO 2 0 888 1333 1 777 1 222 1 333 444 5 999 777 555 1 888 444 666 4 000

个个体数数数 3 888 1 555 习111 1 4000 丈222 2 9 666 口口 777 1666 1000 777 4 999 666 111 2 444 111 1222 4 444

IIIn d iv id u a lsssss 1 888 1 999 6 444 1 999 2 222 14 222 1222 777 1222 555 777 4 333 666 444 2 公公 444 2222 5 555

1111111 1 333 9 444 1 8 999 19 666 5 444 6 4 666 3 333 3 111 3888 2 777 1888 1 5 111 1999 l000 7 111 999 3 OOO 1 3999蕊
原生林以W 样地 (牡竹林)中蜷类科

、

属
、

种数最多
; N 样地 (箭毒木

、

白颜树
、

黄叶树 和

爱地草片段 )中的个体数最多 ; O 样地 (银钩花
、

宽 管花片段 )中的科
、

属
、

种
气

数及个 体 数 最

少
。

3 个时期 中
,

以 5 月蜻类科
、

属
、

种数最多
,

个体数在 8 月最多 ; 1 月的科
、

属
、

种数

及个体数最少
。

次生林以 1
’

和 2
’

样
「

地 (网脉蒲桃
、

香花岩豆藤群落和山乌柏
、

若竹
、

自背桐群落 )中蜻类

科数最多
, 3

。

样地 ()l }械
、

白背桐群落)的属种数及个体数最多
; 5

’

样地 (番龙眼
、

四 数 木
、

肋巴木 (幼树)群落)中蜻类科
、

属
、

种数及个体数最少
。

3 个时期中
,

以 5 月蜷 类 科
、

属
、

种数及个体数最多
; 8 月的科

、

属
、

种及 i 月的个体数最少
。

人工林以多层次的 C 样地 (橡胶
、

萝芙木
,

千年健林)中蜻类科
、

属
、

种数及个 体 数 最

多 ; B 样地 (橡胶林》中的科
、

属
、

种数和D 样地 (橡胶
,

可可和咖啡林 )的个体数 最 少
。

3 个

时期中以 5 月蜻类科数及 1 月的属
、

种数及个体数最多
; 8 月的科

、

属
、

种数及 5 月的个体

数最少
。

3
.

各类型森林内各样地蜷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测定的结果由表 2 给出
。

4
.

各类型森林各时期内蜷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测定的结果 由表 3 给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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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
、

种数及个体数最少
。

3 个时期中
,

以 5 月蜷 类 科
、

属
、

种数及个体数最多
; 8 月的科

、

属
、

种及 i 月的个体数最少
。

人工林以多层次的 C 样地 (橡胶
、

萝芙木
,

千年健林)中蜻类科
、

属
、

种数及个 体 数 最

多 ; B 样地 (橡胶林》中的科
、

属
、

种数和D 样地 (橡胶
,

可可和咖啡林 )的个体数 最 少
。

3 个

时期中以 5 月蜻类科数及 1 月的属
、

种数及个体数最多
; 8 月的科

、

属
、

种数及 5 月的个体

数最少
。

3
.

各类型森林内各样地蜷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测定的结果由表 2 给出
。

4
.

各类型森林各时期内蜷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测定的结果 由表 3 给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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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种森林类型内各时期婚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的比较
T a ble 3 C o m p a ri s o n o f th e m a in in d e x e s 成

e o m . u n itie s s tr u e tu re 吐 h e . IPte re u s in se e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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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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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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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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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8 1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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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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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S e e o n d

生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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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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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孟乃一

人 工 林
A rt ifie ia l fo r e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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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u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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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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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u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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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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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u g
.

J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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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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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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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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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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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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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5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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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5

1 1 6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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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6 5 62

0
。

7 1 5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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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8 1 1 5

1
。

0 2 30

O
。

9 4 5 1

0
。

8 1 15

1
。

2 5 7 4

2
。

6 52 3

2 。 2 7 9 2

2
。

9 9 5 9

1
。

0 0 5 0

0
。

8 8 8 6

0 。 9 6 日2

0
。

3 5 0 0

0
。

5 0 0 0

3 0 9 1

一ay一n.一ay一M一Ja一M

⋯l一森 林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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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富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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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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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生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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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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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 A ug
.

> Ja n. > A u g
.

> Ja n
.

Ja n
.

> A I〕9
.

> M a y

次 生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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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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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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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种类型森林中蜻类昆虫种
一

多度分布图 (l n r 为对数级数
,

S为在各个级中的种 )

A
.

原生林
, B

.

次生林
,

C
.

人工林
。

F i g
.

八

D is t r i bu tio n o f h e
m iPt e ro us i n se e ts sPe e i e s 一

ab u n d an e e

i n d iff e r e n t fo r e st tyPe s ( I n r :
t h e o r d e r o f 10 9

一s e r i e s , S : th e

n u m b c r o f s Pe e ie s fa lli n g i n to th e e e r ta i n s e r ie s )

p r im a ry fo r e st , B
.

s e c o n d a r y fo r e s t , C
.

ar tif ie i a l fo r c s t
.



也克明等
:
西双版纳原生林

、

次生林
、

人工林中蜻类昆虫的比较

表 4 虫咨类昆虫在不同森林类型中的稀有种
、

富集

种数最及相对百分率
T a ble 4 R a r e sPe e ie s , r ieh sPe e ie s a n d th e ir

Pe r e en t a g e s o f h e m iPte r o u s in se e t s in

d iffe r e n t fo r e s t t y Pe s

表 5 蜷类昆虫在不同森林类型中观测分布与理论

分布的拟合

T a ble 5 F itn e s s b e tw e e n o b s e rv ed a n d e x Pe e te d

d ist r ibu t io n o f h e口iPte r o u s i n s e et s i n

d iffe r e n t fo r e s t ty p e s

⋯
一|比

人工S�一月Je一一L“l-118�8益性C一9一5、户le一一
J

全S一�

‘产.几几..

1
......

!一l
‘...............

森林类型
F or e s t tyPe s

稀有种 ( % )
R 盯 e

SPe C i e s

富集种 ( % )

R ic h
sPe e i e s

森林 类型
夕。r es t tyP

o s

原生林
Pr im ar y fo r e st

6 2 ( 6 3
。

2 7 ) 6 ( 6
。

12 )
原生林

P r im a r y fo r e s t
3 4

。

2 68 0
。

9 4 2

2 二 2 5 5
.

24 5 > 尤, 。
. 0 0 :

二 14
。

8 6 0

次生林
S e e o n d a r y fo r e s t

4 1 ( 7 0 。 6 9 ) 1 ( 1
。

7 2 )

人工林
A r t迁i e i a l fo r e s t

3 8 3 2 ( 8 4
.

2 1 ) 2 ( 5
.

2 6 )

吵鳄洲
兰兰竺忙墨耸兰

A ·t : 众数飞
r e ·t

卜
了

·

6 8 。 。
·

8 8 3、x ‘

乙;呈:急这梦“
”

’
。‘

种
一

多度分布同对数级数模式能够拟合
。

根据Piel o u ( 1 9 6 9 ) a 是总体的固有性质
,

W illi a m s认

为可作为多样性指标
。

表 5 表明次生林的
a 值比人工林大

,

即次生林的蜷类种的多样性比人

工林大
,

这是符合事实的
。

三
、

小结和讨论

1
.

西双版纳原生林
、

次生林和人工林中的蜻类昆虫在科
、

属
、

种数
,

个体数及群落多

样性
,

均匀性和优势度上
,

由于各类型森林及各样地内植物群落与空 间
’

结构上的差异及与人

类活动影响程度的不同
,

在昆虫种群与群落配置上和种类与数量的变动上
,

均各有特点
,

从

而形成不同的昆虫相
:

原生林 内蜻类昆虫相较复杂与多样化
,

次生林 内次之
,

人工林内简单
。

3 种类型森林内的昆虫区系以东洋区种类和中国特有种类占优势
,

并反映出较鲜明的热

带 区系特点
,

大型
,

体色艳丽的种类远较亚热带地区丰富
。

2
.

3 种类型森林中的蜷类科
、

属
、

种数
,

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
,

均是原生林 > 次生林

> 人灵林
。

究其原因
,

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

与原生林的植物群落与空间结构较复 杂 且 多 样

化
,

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较少
,

生境较稳定有关
,

这就为多种蜷类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较好

的生态条件和较丰富的食物来源
。

耐次生林
,

尤其是人工林
,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与破坏较

大
,

生境条件恶化
,

植物群落与空间结构趋于简单化
,

不 利于多种蜻类的生存与繁衍
,

成为

限制因素
。

故保护好森林
,

尽量减少和控制人类活动对森林的破坏
,

这对保护生态环境和昆

虫资源是十分必要的
,

对人类的发 展与繁荣亦是十分有益的
。

3
.

原生林遭砍伐
,

火烧的破坏
,

经重建后形成的人工林
,

随人工林向多层次
,

多种类

发展
,

林内蜷类的科
、

属
、

种数
,

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亦逐步向多种类
,

多数量演变
。

表明

经重建后逐 步形成的多层次
,

多种类的人工林适于多种蜷类昆虫的生存与繁衍
;
反之

,

种类

和层次单一的人工林
,

由于其植物群落和空间结构
,

生境条件的简单化
,

则成为多种蜡类生

存
,

繁衍的限制因素
。

故在层次和种类单一的人工林中
,

蜷类科
、

属
、

种数
,

个体数及多样

性指数均最低
。

这在热带地 区的开发利用
,

建立和发展热带橡胶林
,

咖啡园和茶园等及其它

类型人工林时
,

应尽量考虑从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去建设人工林
,

除可充分利用 空 间 和 光
、

热
、

水
、

气外
,

更可增强林内自然调控效能
,

减少寒害和病虫害的发生与为害等
,

有共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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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

4
.

在昆虫动态分析及与不同植物群落和空间结构
,

不 同生境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与探讨时
,

运用等级多样性 (H ier ar c hi ca l di v

ers ity ) 远较不分等级的多样性更能扩大或缩

小不同生境间的H
‘

值的差距
,

使它们之间的差异程度更为明显
。

但是
,

由于昆虫种类繁多
,

要将各生境
,

特别是丰富度高的生境中的所有昆虫鉴定到种
,

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

因此
,

等

级 多样性的运用
,

需要较好的分类与属种鉴定的基础
。

在对昆虫群落作多样性分析时
,

由于群落多样性是群落丰富度和均匀性的函数
,

二个要

素均影响到整个群落的多样性
,

因此
,

在进行群落结构的分析时
,

不能单独 以某一个要素代

替整个多样性
,

需要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
。

采用上述种
一

多度关系的分析处理
,

可将种
一

多度

分布的参数作为描述群落的统计量的另一依据和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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